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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盘点 专题

AIAI时代终端大变局时代终端大变局

彩电品牌是最早一批拥抱AI的终端企
业，早在2015-2016年，国内外彩电企业就在
电视中加入AI技术，ChatGPT推出后，更是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大量应用于电视终端，长
虹、TCL、海信、创维、小米、三星、LG等国内
外品牌相继推出“AI 电视”产品。清华大学
智能产业研究院、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等
单位近期发布的《AI电视白皮书》显示，2024
年泛 AI 智能电视的产品渗透率超过 70%，

“AI将成为智能电视原生能力，推动视听、交
互、服务体验全面升级”。但是，目前能撬动
彩电市场的，恐怕不能只是“家庭娱乐终端”
的定位。

AI助电视操作“化繁为简”

“2025年全国电视平均开机率预计仅为
30.2%，创下近十年新低。”这是中国电子视像
行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而回望2015年，
这一数字为70%。十年间，电视在家庭中的
地位可谓“一落千丈”。

市场数据同样不容乐观。洛图科技
（Runto）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电视出货量
为2.01亿台，同样是近十年新低。尽管2024
年各项体育盛会给电视行业带来短暂回暖，
但距离行业巅峰时期仍有巨大差距。

“市场低迷源于时代变迁和用户习惯的
深刻改变，同时也暴露了传统电视在软硬件
方面的固有缺陷。”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
书长董敏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传统智能电视普遍面临内容获取困难、
操作逻辑复杂、个性化推荐不足等痛点，尤其
对老年和儿童群体不够友好。”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的调研数据显
示：高达七成的用户抱怨传统电视“操作太复
杂”，六成中老年群体“找不到想看的”；消费
者早已不满足于被动“看”电视，他们渴望的
是轻松掌控和个性满足。

聚好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
此深表认同：“传统电视的‘颓势’，根源在于
交互不便捷、玩法单一、缺乏情感连接。”

业内普遍认为，AI 技术，恰好可以成为
突破这些困局的关键钥匙。

AI构建的“感知-理解-响应”智能闭环，
精准切中了上述痛点。通过语音、图像识别、
手势控制等多模态交互方式，用户与电视的
互动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便捷。例如，长虹
AI电视利用声纹识别技术，能直接定位到用
户需要的特定剧情片段；有的AI电视还能支
持手势隔空操控替代传统遥控器，大幅降低
了使用门槛。这些“零学习成本”的交互革
新，尤其受到老年用户和儿童群体的欢迎。

更关键的是，AI 能真正满足电视“千
人千面”的个性化需求。系统通过持续学习

用户行为，不仅能精准匹配偏好内容，更
能预判用户需求。例如，若用户习惯每晚
8点观看综艺，AI 会自动在该时段推送最
新的节目，并智能加载至上次播放进度。
这种“主动服务”模式显著提升了用户黏
性。据市场调研数据反馈，搭载成熟AI推
荐功能的电视，其用户日均使用时长比传
统电视高出约30%。

如今，一场围绕 AI 的竞逐正在电视企
业间展开。长虹、TCL、海信、创维、小米、华
为、三星、LG等主流电视厂商悉数入局，甚
至连以白色家电见长的海尔也跨界而来，意
图在AI TV市场中分一杯羹。市场调研机
构 GfK 发布的《开启客厅娱乐新时代 AI
TV 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2027 年 AI TV
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

警惕AI沦为“花哨附加项”

当 AI 技术被电视行业寄予厚望，质疑
之声亦如影随形。争论的核心在于：电视的
本质功能是显示，电视真的需要AI吗？众
多“AI 电视”汹涌而出，现实体验能否满足
预期？

事实上，AI 电视在现实体验中确实暴
露出一些问题：例如，某品牌的AI遥控器取

消了所有物理按键，用户通过多层复杂的语
音指令才能完成简单的信号源切换；某些产
品的“手势控制”功能因识别精度不足、操作
逻辑复杂，被用户戏谑为“返祖行为”，最终
形同虚设；某款AI电视溢价超2000元，但消
费者对产品的智能化感知并不明显，感觉

“花了冤枉钱”。
业内人士表示，AI赋能电视的核心价值

应是化繁为简、精准服务、提升效率、创造可
感知的价值，而非用技术噱头制造新的使用
壁垒、增加用户负担。

“产业内目前不排除部分电视产品存在
‘为AI而AI’的功能堆砌、夸大宣传等现象。”
董敏指出，但这并不代表电视不需要AI，而是
需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场景化AI”。

“脱离实际使用习惯的强加AI功能终将
沦为华而不实的‘花哨附加项’，这样的AI电
视产品也将难逃被用户弃用的命运。”聚好
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指出，AI功
能设计避免沦为“伪需求”的核心在于，坚持
以用户需求为中心，聚焦高频使用场景，确
保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体验提
升和效率改善。

具体来说，当前电视的AI能力仍需聚焦
音画升级、响应速度和个性化推荐等刚需。

GfK 结合市场调研分析指出，目前，用

户对AI电视的核心诉求集中在三方面：一
是更沉浸化的音画效果，89%的用户重视屏
幕分辨率、刷新率及音质增强，AI 画质优
化、动态补偿等是关键；二是更多元化的智
慧交互，76%的用户期待语音、手势及设备
互联，如游戏模式快速唤醒、IoT控制家电；
三是更定制化的模式界面，64%的用户需要
个性化内容推荐和人性化界面，如儿童模
式、长辈模式。

电视功能拓展的又一机会

显示技术一直是电视行业的护城河，但
从4K到8K，画质提升带来的边际效用已逼
近用户感知的阈值。AI技术通过强大的算
法优化，尝试“软件定义硬件”的突破——例
如，海信的AI画质引擎能将普通片源实时
优化至接近 HDR 的视觉效果；三星的 Vi-
sion AI 则能智能分析场景，实时提亮暗部
细节，保留更多画面信息。这相当于用 AI
技术的软能力拓展了本来由硬件承载的显
示体验。

而当参数也难以有效打动消费者时，AI
给电视产品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甚至，未来
AI电视的功能边界将突破传统的“观影、娱
乐”范畴。

AI电视可以是智能家庭的中枢管家，无
缝联动灯光、空调、安防等设备，构建“主动居
家服务”场景；它也可以化身为贴身的个人

“秘书”，帮助用户高效制定计划、精准查询信
息、答疑解惑，甚至提供生活建议。这种“内
容+服务”的深度融合模式，将电视从单一的
视听设备，升级为智慧家庭生活的核心入
口。十多年前，终端产品面临第一轮智能化
浪潮时，就曾经出现过智慧家庭的“入口之
争”，而AI的应用，无疑是彩电、白色家电、小
家电等终端智能化的“二次革命”，也将为入
口争夺战带来新的变量。

AI带来的服务质量的提升，不仅带来了
产品应用价值的跃升，更催生了全新的商业
价值空间：通过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自然沉淀
的行为数据，电视厂商得以构建更为精准的
内容分发平台、健康监测服务、智能家居控制
中心等增值服务矩阵。例如，电视品牌可与
专业健康机构深度合作，基于AI健康监测功
能提供增值的健康管理订阅服务，开辟新的
收入来源。

通过“硬件+AI算法+生态服务”形成的
闭环体验，将逐步释放 AI 电视的价值。据
IDC测算，到2026年中国家庭场景数据服务
市场规模将达3800亿元，其中电视作为核心
入口将“分食”45%的市场份额。

对此，董敏建议，电视厂商应思考如何通
过 AI 不断拓展服务边界，积极培养产业生
态，实现产业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用
户数据的合规利用与价值挖掘，将成为未来
竞争的关键。

创维 A6F Pro 凭借四大硬核技术，
满足精准色彩、全视角不偏色等六项严
苛要求，为用户带来高维度视觉享受。在
技术创新上，创维A6F Pro采用极黑广
角类纸屏融合三大技术，搭配 QD-
Mini LED 屏幕、2880 分区控光技术及
自研 AI 画质芯片，实现全链路画质优
化，达成好莱坞监看级色彩还原与蓝光
级清晰度；同时，以 NAS 私有云适配和
酷喵帧享影院构建完整家庭影院生态，
解决“有设备无内容”问题，并凭借7.1.2
全景声回音壁与酷开AI超级智能体，在
音质和智能交互上实现突破，覆盖家庭
观影全场景体验。

2025年中期中国电子报编辑选择

2025年中期竞争力创新产品

创维A6F Pro电视

AI能否重塑电视功能？
本报记者 谷月

在电视销售进入存量时代、电视开机率降低的大背景下，彩电品牌苦苦寻觅市场突围，快速走向应用的AI技术为
重塑用户体验、改变市场局面带来重大机会。


